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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最美稻田
邀您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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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坚守传统技艺
的匠人致敬

B03

亲子共读伴成长
引领文明新风尚

B02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麦钰豪 陈铭德）“我对

西樵未来的发展有信心！”11

月12日，南海区十七届人大一

次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南海区

委书记顾耀辉来到西樵代表团

听取各代表发言，并与代表们

一起为西樵发展出谋划策。

用好优势发展文旅产业
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南海区未来5年将聚焦“抓改

革、促转型”工作主线，加快建

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全面打造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在分组讨论环

节，西樵镇各代表纷纷围绕乡

村振兴、产业升级、文旅发展、

人文生态等方面展开讨论，并

提出建议。

区人大代表、儒溪村党委

书记陈旺弟说，人文生态是她

的关注点，对儒溪村来说，巩

固乡村振兴的成果，狠抓人居

环境长效管理是关键。“西樵

镇山青地绿水清，因山而灵、

因水而秀、因文而盛，希望在

水道建设和文化发展方面能

提升档次，引进更多高端文化

艺术活动，为乡村铸魂，带动

更多的人气。”陈旺弟还建议，

区、镇加大力度支持建设农业

观光体验区，引导乡村生态保

护与发展。

区人大代表、新田村党委

书记李卫升及区人大代表、联

新社区党委书记吴日娣则针对

村级工业园改造方面提出建

议，希望能加快落实“三旧”改

造方案，完善工业用地的规划

管理，加快村级工业园改造。

南海区第十四次党代会

对西樵镇的定位是，要擦亮

“文翰樵山最岭南”文旅品牌，

做好空间再造、产业重塑两篇

大文章，绘就“美好生活在西

樵”的工笔画。本次政府工作

报告也提到要“全力做好西樵

山文旅健康产业带发展大文

章”。对此，区人大代表、西樵

镇党委书记李毅佳在发言中表

示，西樵镇目前面临动能不足、

空间不足、环保压力等三大挑

战，接下来将紧紧围绕“空间再

造，产业重塑，缔造美好生活在

西樵”的工作主线，既要下决心

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要

发挥文旅优势，通过山上山下

联动，把西樵打造成大湾区重

要的旅游目的地。

打造转型升级的示范镇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顾耀

辉指出，西樵镇面临着传统产

业比重大、发展空间受限制、

生态环境受约束等问题。“怎

样解决这些问题是关键，我对

西樵的未来发展有信心！”顾

耀辉提出两大关键：要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加快传统

产业的转型；要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培育和壮大

新兴产业。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顾

耀辉强调，纺织行业转型升级

是当务之急，是必须下决心推

进的重点，要通过制定行业标

准及重点扶持一批优质标杆

企业做强做大，来进一步引导

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加速

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加

强对桑基鱼塘发展的规划管

理，通过对传统产业、农业、文

旅等方面加大发力，将西樵镇

打造为转型升级的示范镇。

在布局大健康产业发展

方面，顾耀辉提到，区委区政

府也在积极链接资源，同时加

快对大数据的产业布局，利用

好数据中心，聚集上下游产业

资源。“西樵镇的村居也要到

周边的里水、丹灶等的村居参

观学习，学习先进乡村振兴经

验。在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

方面，区委区政府会积极统筹

谋划，引进大型的文化艺术活

动到西樵。”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麦钰豪 陈铭德）在

全力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

的征途上，西樵镇有着怎样的

发展规划？11月12日，在南

海两会·镇街访谈中，区人大

代表、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张国欣表示，西樵将围绕

“空间再造，产业重塑，缔造美

好生活在西樵”工作主线，全

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拉

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现代经济体系；进一步激活区

域生态和人文价值，让生态、

人文优势成为西樵产业、文

旅、城市融合发展的优势。

“西樵镇将全面对标对

表，围绕产业、空间、民生三大

方面下功夫，释放镇街活力。”

张国欣表示，西樵镇目前正面

临着动能不足、空间不足、环

保压力的三大挑战，对此更要

在腾挪空间、重塑产业上下大

功夫。

在腾挪空间方面，西樵将

力争在三年内整理连片、可用

的工业土地不少于4000亩，

并通过保证机制的动力、坚定

以“工改工”“工改产”为重点

的改造方向、平衡政村企的利

益，有效引导集体土地转化为

国有土地，提高土地招商及产

业载体提升的竞争力。

做强传统产业与大力培

育经济新增长点则是西樵镇

产业转型升级的两大关键。

张国欣表示，陶瓷行业是镇内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接

下来更要激发陶瓷领军企业

的研发与设计能力，不断提升

产品的品牌价值。纺织行业

要在培育龙头上下功夫，在做

强的同时淘汰低效产能企业，

以最大的决心整治提升染整

厂企。

“文旅产业是西樵的门面

产业，更要做好‘动静结合’的

大文章！”张国欣提到，要链接

好各个文旅景点，在提升观赏

性景点的同时，因应市场的需

求，打造更多文创文旅消费热

点和网红打卡点。

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一

平台一园区一产业”推进建

设。张国欣认为这是西樵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机遇，

“要利用好电、水、蒸汽等资源

优势，科学谋划布局大健康产

业。”西樵镇正争取华南理工

大学、钟南山院士团队的支

持，尽快把大健康产业竞争力

的主战场放在西樵。

“让听音湖片区的引领

和辐射作用更强大，吸引更

多企业的总部、研发等落户，

并配套好教育与医疗。”在回

应民生需求方面，张国欣提

到了听音湖片区的拓展规

划，并表示西樵镇将全力配

合佛山地铁2号线（二期）建

设，围绕6大站点提前规划、

统筹开发。

提升南海区第四人民医

院综合能力，加快新住院综

合大楼和感染病科楼建设，

打造南海西部的区域医疗中

心；持续推进中小学新（改、

扩）建工程，5年内新增优质

公办学位8000个；提升快速

路网建设，推动龙翔大桥及

引道工程、季华路西延线等

跨区通道早日完工……一批

民生实事加快推进，也在加

快缔造西樵美好生活。

张国欣表示，西樵镇力争

一年城乡功能布局和产业发

展空间得到拓展，三年基本实

现产业与生态和谐共生、城市

与乡村融合发展，五年高标准

建设成为具有集聚和辐射效

应的南海西部区域中心，努力

实现美好生活在西樵的跨越

式发展。

樵乐社区两小区
成立党支部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通讯

员/李淑霞）11月14日，西樵樵乐社

区党委结合实际需求，成立聚豪雅

居小区党支部、盛大阳光小区党支

部和建立小区党群服务站，在探索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创新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一步。

当天，聚豪雅居小区党支部、盛

大阳光小区党支部举行了揭牌仪

式，还召开了小区党支部第一次党

员会议。会议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

词，讲解了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

要求，并开展赠书和小区党支部志

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小区支部党员

纷纷表示，将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和支部党建引领作用，凝聚

多方资源，带动更多热心居民加入

志愿服务工作，为小区治理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力量。

此外，樵乐社区党委和两个小

区党支部还结合小区实际，分别开

展精细化服务活动。聚豪雅居小区

开展“学党史、忆初心、传家风”亲子

趣味摊位游戏挑战赛，盛大阳光花

园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两个小区党支部的成立，是我

们社区党建工作的一大喜事，也是

社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两新’

党建工作的又一创新举措。”樵乐社

区党委书记梁彩英表示，小区党支

部将以“活动新，党建强”为目标，以

志愿服务团队为基点，引导小区党

员群众参与社区的党建工作，为推

进小区及社区治理增效赋能。

樵山文化中心本周末开启

“非遗传承艺术周”

看粤剧 听昆曲
感受非遗魅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通讯

员/梁梓真）非遗传承，经典流传。南

海樵山文化中心将于本周末开启

“非遗传承艺术周”活动，儿童粤剧

《大话哪吒》和昆曲《牡丹亭》青春版

分别于11月20日和21日上演，让

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两项非遗艺术的

魅力。

国内首部大型儿童粤剧《大话

哪吒》将于11月20日晚打响活动的

“头炮”。该剧讲述了哪吒跟随太乙

真人修炼，捍卫人间正道的故事。

该剧以儿童剧为主要表演形式，后

半段以粤剧武戏做主旋律，并添加

了极富潮流感的道具、有趣的互动

环节、踢枪花等高难度动作，相信会

吸引家庭观众的目光。

11月21日晚，由江苏省苏州昆

剧院精心打造的昆曲《牡丹亭》青春

版将接档，展现昆曲的精髓。《牡丹

亭》为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牡

丹亭》青春版则是在作家白先勇的

主持下，由两岸三地多位艺术家参

与制作，他们大胆采用年轻演员担

纲，并把歌剧的音乐创作技法融入

到戏曲音乐中，配合精美的服装、舞

蹈、舞台设计，让观众感受400年前

的戏曲之美。

观演详情可通过“樵山文化中

心剧院”官方公众号了解。

在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西樵代表团分组讨论上，顾耀辉为西樵发展出谋划策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张国欣畅谈西樵未来发展思路

腾挪空间 重塑产业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西樵代表团分组讨论现场，区委书记顾耀辉为西樵发展建言献策。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西樵镇的

纺织企业加

快推进转型

升级。

通讯员供图


